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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人文

医院领导班子查房 深入一线了解情况
3月20日上午，院长孔祥之带领领导

班子成员深入一线科室、病房了解情况。
孔院长对这次查房进行总结，表扬了好
的同时也提出要求，他说：通过这次查
房，我们发现医院干部职工对患者及患
者家属的沟通能力有所提高，并指出特
别是神经八科的医护人员受到病人的好
评，让住院患者满意。各病房卫生因为有
了专人管理也较前一段时间有了明显好

转，对在院内吸烟的人员我们应该给予
劝阻。检验科设备齐全在聊城和周边地
区我们医院是最好的，希望各科室主任
多和检验科沟通把我们一些检验项目更
好的利用和开展起来。康复大厅环境、康
复治疗都很好，并且我院的理疗设备也
很先进，患者家属对病人的康复结果很
满意，我们下一步要扩大影响，加强宣
传。CT、彩超等检查科室应该按时限进行

检查，尽量安排住院病人下午做检查，错
开上午门诊病人多检查排队的现象，尽
量让病人不用等太长时间。病历有明显
提高但内涵还不行，有个别现病史写的
不行。孔院长说：我们应该借这次开展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切实
加强医疗质量安全，把核心制度落实到
位，努力提高服务质量。

(医院教育实践活动办公室宣传组) 医医院院领领导导班班子子在在视视察察病病房房

对酒不上瘾的他，对酒器却有一种分外的喜爱

痴痴迷迷酒酒瓶瓶，，3300年年收收藏藏1177000000余余件件

张福增和他的藏品。 本报记者 郭庆文 摄

从从明明清清时时期期的的酒酒坛坛到到刚刚
发发售售的的聊聊城城八八景景酒酒瓶瓶；；从从国国内内
印印有有四四大大美美人人的的酒酒坛坛到到国国外外
印印着着精精美美油油画画的的酒酒坛坛；；大大到到可可
容容330000斤斤的的竹竹叶叶青青酒酒坛坛，，小小到到
仅仅容容两两钱钱酒酒的的孔孔府府家家酒酒小小
坛坛…………3300多多年年来来，，阳阳谷谷市市民民张张
福福增增收收集集各各类类酒酒器器1177000000多多
件件，，对对酒酒不不上上瘾瘾的的他他，，对对酒酒器器
却却有有一一种种分分外外的的喜喜爱爱。。

在在院院子子里里泡泡上上茶茶，，约约上上几几
个个老老友友，，讲讲述述每每个个酒酒瓶瓶的的收收藏藏
故故事事，，已已成成为为张张福福增增生生活活中中最最
为为惬惬意意的的事事情情。。收收藏藏能能保保存存
好好，，文文化化能能传传承承下下去去，，是是他他最最
大大的的愿愿望望。。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郭郭庆庆文文

这些酒器是张福增的宝贝，
每次借出去展览，他都要亲自清
理、包装、搬运，从不让别人帮
忙。“好心很可能帮倒忙，这些酒
瓶中很多摔碎了就很难找到第
二个，套瓶就更难凑齐了。”张福
增说。

不衡量酒器的市场价格，只
讲其中蕴含的文化价值，这是与
张福增近五个小时的交谈中，让
人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张福增
说，他们这一代收藏者辗转于各
个废品收购站，或为爱好、或为
捡漏发财，却在无形中用他们的
执着重拾新中国以后断代的民
间收藏。

除了酒器收藏爱好者，张福
增还有一个身份——— 中外酒器
文化协会副会长，这个协会意在
团结组织酒器收藏爱好者，不断
挖掘酒文化，创新酒器艺术。如
张福增一样，从懵懂的捡拾到文
化的研究，他们在感受和发现酒
器文化的魅力。

如今，在老院子里泡上茶，
约上几位老友，讲述每个酒瓶的
收藏故事，是张福增心里最美的
时候。收藏能保存好，文化能传
承下去，是他最大的愿望。现在
他有了新的计划，把所有的酒器
分门别类，整理成册，记录其中
的文化和故事。

张福增曾想过把存酒器的
这所院子重新装修，建成一个酒
器博物馆，请大家免费参观，但
老宅院马上就要拆迁了。“如果
文化部门想要做相关的宣传，我
愿意把这些收藏无偿提供。”

实际上，人的一生是寻找文
化的一生。而他们正是辗转于废
品收购站，进行文化拾荒，也通
过这种寻找，感悟人生的微妙。

愿意无偿提供

给国家作宣传今年49岁的张福增，
以前在一家国营企业上
班，30年前开始痴迷于收
集酒器，老院子近200平米
的房间成了陈列室，除了
一间厨房，其他屋全都摆
上了柜子用于放置酒瓶。

张福增收集的酒瓶不
仅样式多，而且多为绝品，
很多酒瓶是上世纪酒厂的
纪念版酒瓶，经过酒厂改
制，现在早已不再生产。为

了收集这些瓶子，他曾到
处打听倒闭的酒厂，如今
收藏的酒器里有两百多家
酒厂已经不存在了。

张福增指着一组猿猴
造型的瓶子说：“猿猴造型
不仅栩栩如生，而且更重
细节处理，大猿猴的眼睛
呈红色，几个小猴的眼睛
却是黑色的，因为小猴是
不能喝酒的。”堂屋的架子
上，还有麒麟、老虎、马、大

熊猫、公鸡、鱼等各种动物
造型。

张福增收藏的酒器类
型众多，由于屋内摆不开，
很多酒器仍旧放在箱子里
保存。收藏30年来，张福增
已经收藏了12000种，共计
17000多件酒器。很多朋友
劝他专攻一个大类收藏，
他却舍不得放下，除非是
复品酒器，他只会往家放，
绝不外送。

近200平米的房间成了陈列室

张福增以前在国企工
作，出差的机会比较多。
1983年，一次喝酒时，他发
现盛酒的酒瓶奇形怪状，
非常漂亮。喝完酒后，他把
酒瓶带回了家，从此开始
了他的收藏。

此后，张福增的周末
时间转移到了方圆几百里
内的废品收购站，带着收
集到的各种酒瓶回家，是
他最开心的时候。“每次出
门，要带足报纸，保护酒

瓶，防止破碎。”张福增说，
因为每到一个村子，就打
听当地的废品回收站，沿
路走下去，常常走得很远。

1990年夏天，张福增
骑摩托车从阳谷一路来到
梁山，在一个村庄的废品
收购点，他看到狗窝的旁
边有瓷器在黄昏的余晖下
发出光芒。走近才发现原
来是几个酒瓶被狗刨起的
泥土埋起来了，只露出一
小部分，张福增用手小心

地挖了起来，由于当时他
穿着白色背心，背上爬满
了黑色的蚊子，老板看不
过去，帮他拍了一下，白色
背心上瞬间出现一片血红
的印记。

“老板以为我是神经
病，为了几个没人要的酒
瓶子这么痴迷。”张福增
说，下乡寻宝的经历让他
在上个世纪最后十多年
里，收集到了数千个精美
的酒器。

废品站“淘”宝，被误以为精神病

张福增说，酒厂改制
后，一些国营酒厂倒闭，造
酒的企业慢慢变少了，厂家
开始高价回收酒瓶，废品点
老板知道酒瓶值钱后，便不
让捡了。

1999年，原单位破产，张
福增开始经商，生意走上正
轨后，他开始有了更多的时
间收集酒器。广东佛山、福
建厦门、河北磁州、江西景
德镇等凡是盛产瓷器的地
方，都有张福增的足迹。他

常常以旅游的形式到各地
点旧货市场、古玩市场淘
宝，从来不带特产，只尽可
能的多带酒瓶。

尽管不愿讲明酒瓶收
藏的金额，但从张福增的话
语中能听出，他在酒器上很
舍得花钱。1999年，当时的他
每月只有几百元的工资，却
在郑州一次酒品博览会上
花半个多月的工资，买了一
套图案包银的十二生肖酒
瓶。2008年，他去景德镇，发

现有一个竹叶青酒坛，可容
300斤酒，张福增软磨硬泡
花1000元买了那个有瑕疵的
瓶子，又花1000元运费运回
了聊城。

“酒瓶的费用并不是大
头，食宿路费花钱最多。”张
福增说，现在奔走各地，国
内国外都去，2011年，他还去
了一趟台湾，车票、机票和
住宿费用开销更大了。这些
年来，他用在食宿路费上的
金额已经超过30万。

国内外奔走，食宿路费超过3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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